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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藏族

第一届(1 98

主 任

副 主 任

委 员

杜戈佳拉加赵冠武郭万林

圆
办公室主任唐启麟(兼)

第二届(1988年7月2日-'-,1 990年2月19日)

主 任彭继先

副主任桑杰

委 员 龙拉太多杰仁谦姚晓勤 康杰柱

拉加郭万林 媵瑞松l赵冠武

编 辑才让

第三届(1 990年2月20日一--1994年3月30日)

主 任 韩 宏

副 主任桑吉唐清

委 员 桑杰康杰柱 拉加 贺跃芝
、

段著佳朱优珍刘晓曼 l楼瑞松I
索应安杨守文 兰 昌 郭万林

辛建平陈跃荣仇怀文王学义

办公室主任唐清



副主任桑杰

编 辑唐清桑杰才让

郝 忠(特聘)

第四届(1 994年3月31日"-'1996年7月25 E1)

主 任多杰才让

副 主任 l王宜正I祁有玉

委 员 郑继轸王振青唐 清 赵国勋

段著佳公保尚 王学义 马良才

桑杰张振乾多杰才旦多吉

高明山周承英(女)

办公室主任

副 主 任

主 编

副 主 编

编 辑

特邀编辑

工作人员

唐 清

才让

祁有玉

唐洧

唐 清

郝 忠

韩桂莲

祁生昌

(兼)

才让祁生昌

张欲仁

第五届(1996年7月26日---1998年6月1 7日)

主 任多杰热旦

副主任祁有玉石文章

委 员 严金海郑继轸旦正加 王振青

张国民辛建平马义才李青林

多吉完德刘德虎马良才

罗布藏唐清才让祁生昌

办公室主任唐洧



副 主 任

主 编

副 主 编

编 辑

特邀编辑

工作人员

才让祁生昌

唐 清

才让

唐清才让祁生昌 赵顺录

郝忠张欲仁

韩桂莲辛培娟

第六届(1998年6月18日～ )

主 任郎国清

副 主任 石文章 张国生 改托拉加

委 员 辛建平莫平 马义才旦正加

马明生 汪福 张国民 郭黄南

多 吉 李积禄 多旦多杰 马良才

桑杰卡罗布藏韩发源 完德

霍健唐清才让 祁生昌

办公室主任唐清才让(1999年3月起)

副 主任才让祁生昌

李长辉(1999年3月起)

主 编 唐洧

副主编才让

编 辑唐洧才让祁生昌

特邀编辑郝忠假真

工作人员 韩桂莲辛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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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藏族自治,kltI志》复审会

参审人员名录

省地方志编委会

黄 南 州

特邀人员

谢佐 胡守忠 徐锦华(女)

赵盛世 李泰年 张海生

孙天骄

郎国清 石文章 张国生

辛建平 改托 郑继轸

李青林 马义才 汪福

马明生 旦正加 彭 巴

多吉 李积录 马良才

韩发源 张存燕(女)完德

周承英(女)假真 涂大庆

尕藏 马进兴 张仕清

田万青 王强 王发学

张淑 李生福

桑吉 秦瑛 久麦腾却乎

唐启麟



《黄南藏族自治州志》终审单位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南藏族自治,kltl志》终审人员

谢佐胡守忠徐锦华 胡兴华 赵盛世

吴 均李珍李泰年 张海生孙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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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南藏族自治,kltl志》终审人员

谢佐胡守忠徐锦华 胡兴华 赵盛世

吴 均李珍李泰年 张海生孙天骄



《黄南藏族自治州志》提供

资料人员名录

丁良礼

王海义

王俊杰

刘文远

祁发海

李凤龙

辛景

角 巴

肖培华

周慰

郑荣明

张文彪

张海清

赵永顺

党海青

徐英

黄立铭

董世祥

黎 晖

(按姓氏笔划为序)

才项吉(女)

王海燕

王绍元

刘山青

李林寿

邵福财

李义生

杨成章

肖龙慧

周有峰

拉毛措(女)

赵震亚

张玉清

赵永才

高午祥

韩玉虎

康小平圃

马香兰．(女)

毛志强

仁青

白成寿

李先加

李小勇

陈继平

杨有坤

吴朝宗

郎永龙

胡金延

张生桐

郝 沛

赵潜

耿常青

韩 琦

谢志德

蒲临成

于瑞堂

王忠平

刘玉瑞

刘晓曼

李觐祖

辛运顺

李晓燕(女)

杜 鹏

周承英(女)

郑金定

胡伟杰

张 军

赵 波

侯武奎

徐晓精

钟存德

彭 巴

熊怀东



适逢盛世，黄南藏族自治州历史上第一部新方志得以编纂

出版。它的出版发行不仅填补了我州史志的空白，也是文化建

设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全州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喜事，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实乃可喜可贺!

黄南州位于九曲黄河第一湾，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

区，资源丰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

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古老文明。悠久的历史，旖旎的自

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古老的藏传佛教文化艺术交相辉

映，构成黄南独特的地方文化。在这里既可以饱览独特的丹霞

地貌和坎布拉国家级森林公园的风采，又可以感受驰名中外的

热贡艺术和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的神韵，还可以领略高

原雄浑壮阔的气势和藏族同胞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解放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紧跟时代前进步伐，谱写了历史

新篇章。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座座水电站横空出世，工

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社会各业蒸蒸日上，全州经济、文化、社

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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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历朝有史，各地有志。建州后，百业待兴，忙于建设，无

暇顾及修志。80年代初，百废俱兴，黄南在国家民委及省五种

丛书编委会的鼎力支持下，编纂了《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80

年代末组建了州地方志办公室，1 991年着手搜集州志资料，经

编纂工作者九个寒暑的辛勤耕耘， 《黄南州志》才得以

面世。

《黄南州志》按“垂古鉴今，服务当代"的原则，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以精练的笔墨，丰富

翔实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黄南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和现状；记

述了各族人民捍卫民族团结、维护统一、反分裂、反渗透的斗

争历程；反映了行政区划、社会变革、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宗

教信仰的概貌；展现了干部群众团结拼搏、开拓创新、振兴经

济的辉煌业绩；总结了革命斗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验

教训；揭示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因此，它是一部“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的资政之书，也是一部教育、激励、鞭策我

们及后辈热爱黄南、振兴黄南、发展黄南的乡土教材。同时，也

为更多的人了解黄南、关心黄南、支持黄南提供了一份翔实的

宝贵资料。

古人云：“览往可以昭来"。了解过去，是为了把握未来。修

志的目的也在于知情、明理、实用。通过研读《黄南州志》能

促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化对州情的认识，不断探求兴衰起伏的规

律。当前，大计已定。方略已明，关键在于贯彻落实。新的机

遇和挑战，催人进取；新的目标和征途，催人奋发。在今后的

征程中，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汲取历史的有益经验，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古察

富饶

砭玖

中共黄南州委书记多杰热旦

一九九九年年三月十八日



序 二

《黄南州志》经过编纂工作者九载辛勤耕耘，正式出版面

世。这是我州第一部汇集史实、鉴往知今、服务当代、利及后

世的万言著述，是自治州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是一件值得欣

喜庆贺的大事。谨向为编纂出版《黄南州志》付出精力的修志

人员和给予悉心指导、审度修葺的专家、学者及寄予厚爱关心

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黄南藏族自治州地处九曲黄河第一湾，这里地域辽阔，山

川灵秀，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这里既有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广袤草场，又有阡陌交织、菽麦咸宜的肥沃农田；这

里河流密布，水能资源得天独厚。截断黄河，高峡出平湖的李

家峡水电站，是镶嵌在自治州境内黄河上的一颗熠熠闪烁的明

珠，黄河、隆务河为主干的六十余条大小河流润泽着这片丰腴

广袤的热土，依水而建的梯级电站，如颗颗珠宝，点缀其间。这

里史迹于新石器，源远流长，藏旅及其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

史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

化博大精深，民族风情淳朴浓郁。坎布拉丹霞地貌与黄河李家

峡大坝库区相映生辉，山水如画，浓缩了西北高原独特的风韵



·2· 序 二

景致；技艺高超的“热贡艺术"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规模

宏大、富有珍藏的隆务寺是安多藏区六大寺院之一；佳木葱茏，

溪流淙淙的西卜沙温泉使人迷恋；苍茫茂密、风景秀丽的原始

林区让人感到大自然的博大和丰厚；这里有清澈甘冽、富有神

话传奇的圣湖；有神秘莫测、具有探险价值的仙女洞；有工程

浩大，以佛经为题材展示精湛石刻艺术的石经墙。还有古朴浓

郁、意蕴深厚的神话传说和民俗风情。自治州蕴藏的这些山光

水色、人文景观天然融汇一体，使黄南成为全省继青海湖、塔

尔寺之后的第三大旅游胜地。黄南以她的富有、神奇、年轻和

靓丽，引起世人的青睐、关注与向往。

这是一片继往开来，充满希望的热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

有人类繁衍生息，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分布广

泛，有史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以勤劳和智慧，

跋涉漫漫征途，求索奋进，创造了一页又一页历史文明。新中

国建立后，各级自治政权相继建立，宣告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

迫制度的彻底结束，进入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互助的新纪

元。黄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

摆脱封建压迫，过上了社会主义新生活。1953年自治州建政以

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当地各民族干部群众与来自

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紧密团结，携手并肩，开拓进取，共

同建设美好的家园，使自治州不断发展进步，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州沐浴改革春

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远景规划，实施“强化农牧业基础，牧

农林工商综合发展，加大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速



工业化进程，争取综合经济效益和较快发展速度"的经济发展

战略，生机勃发，百业振兴，累累硕果，成绩斐然，令人振奋，

形成了水电、矿业开发并举，各产业协调、持续、快速发展的

新格局，展现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

民生活蒸蒸日上，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在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黄南各族干部群众正在抓住机遇，振奋精神，激情

飞扬，以博大胸怀，打破封闭，吸纳融合各种先进外来文化，学

习掌握现代科学，谱写着文明与繁荣的新篇章。抚今追昔，感

慨万千，谨向为自治州解放、发展、繁荣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先

烈们致以深切的悼念；向所有为自治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

心血，给予支持、帮助的各届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达由衷的

谢意。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的需要，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千秋大业。《黄南州志》编纂工作，

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修志基本原则，广猎博采，

征引资料，以史为线，事必记实，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论，横排门类，以类系事，纵横结合，详今略古，较

客观地、准确地记述了黄南地区的社会、人文、民族、宗教、历

史演变，充分反映了建政四十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

域的发展变化，必将显示其“存史、资治、教化"的经世作用。

我们从中既可全面认识黄南的过去，珍视现在，又可展望将来，

鼓舞全州人民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共创黄南长治久安、光辉

灿烂的明天。

我工作生活于斯七载，深深地眷爱和钟情于这方热土。我

故
U



序 二

为黄南辉煌的历史自豪欣慰，更为建设黄南美好的明天充满信

心，祝愿二十一世纪的黄南，日新月异，大展宏图，繁荣昌盛。

聊记数语，谨以为序。

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郎国清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



凡 侈I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南，坚持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重在当代的原则，认真遴选资料，客观记述史实，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采用小编结构，概述编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

今，附录编辑存地方重要文献，编后记记述本志编纂始末，其

余各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力求全面反映本州历史、现状及

地区和民族特点。

三、本志采用记、志、表、图、传、录等形式，以志为主。

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编年为经，记事为纬；其

余各编以类系事，以事系人。

四、本志上限尽量上溯，下限断至1990年底。着力记叙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

主要史实。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传统历史年

号，同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

年。年代纪年，本世纪只记年代，本世纪前标明世纪。所称

“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为界限。

六、本志资料分别采白省、州及州属四县档案馆，甘肃、青

海两省图书馆；州直机关各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部分资料选

自历史专著、报刊研究文章以及汉、藏文古籍文献。均不注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